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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大学毕业后，王柱华被分配到辽
宁省义县高级中学任教，36 岁就做了校
长，38 岁兼任义县教育局副局长、县政协
副主席。在许多人对他的仕途高度关注
时，他自嘲道：“在局长位置我找不到感觉，
但一进学校就有了灵感。”正是因为对教育
工作的潜心悟道，42 岁那年，王柱华任锦
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校长，50岁任锦州中学
校长。

在不少人为他取得的业绩赞叹时，王
柱华却谦逊地说：“我认为自己算不上好校
长，充其量是漫画画得还不错的校长。”

学思践悟 以画释教

与王柱华接触过的人都说，这个校长
与其他校长不一样，有大智慧：既有漫画家
的睿智与幽默，又有教育家的深邃与远
见。这话的确有事实为证：

王柱华没学过绘画，却从大学二年级
开始在《人民日报》发表漫画作品，目前已
有 500 余幅作品公开发表，20 多次在国际
漫画大赛上拿回奖项，还兼任过锦州市漫
画学会副会长。

自2009年开始，王柱华结合多年的教
育实践，将抽象的教育理念用通俗易懂的
漫画形式表达出来，在《中国教师报》开设
漫画专栏，这是王柱华的首创。2012 年，
王柱华集结出版《师说心语：画说现代教育
理念》。

针对一个画出数百幅教育漫画作品
的人，没有对本行业执着的热爱和深入的
思考是做不到的。王柱华在画作《师说心
语》里，用自己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智慧，深
刻阐释了对教育理念的真切理解——

“教，是为了不教”。王柱华曾将叶圣陶先
生的这句教育名言用漫画的形式进行诠
释：园丁耐心地为幼苗浇灌，帮助幼苗生
根，等到根须发达之后就不再浇灌了，幼
苗靠自己的根须吸收大自然中的水分和
营养，长成参天大树，以此表达教育要注
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教育家陈鹤琴认为“没有教不好的学
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而王柱华根据多
年的从教经验，进一步升华了老教育家的
观念，他认为“没有不进步的学生，只有不
用心的教师”。他在漫画中将象征评价的
尺子细画刻度，寓意教师要用心发现学生
的点滴闪光点，让学生找到自信、走向
成功。

有人以为王柱华要做漫画家，但他自
己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是个教育人，我希望
用漫画语言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务实课改 助燃动力

校长是学校发展的关键。从青年教师
到一校之长，王柱华一直激励自己要有超
越世俗的高远追求，有属于自己的教育创
见，有百科全书式的学识素养，有长期躬耕
一线的教育实践。正因如此，他才对改革
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

2009年，王柱华亲自带领一批教师到
山西新绛中学学习调研，回来后因地制宜
制定了锦州第一高中“3 人小组”课改模
式。“3人”不只是数量符号，更有典型意义
——1 个学优生、1 个中等生、1 个学困生，
合“3”为“1”。这样的组合才能更好地关注
全体学生，真正做到合作探究、自主感悟，
实现共栖共赢。

曾在锦州第一高中工作过的英语教师
姚英杰深有体会：学生们从课改中尝到了
甜头。因为课改业绩，王柱华于2011年度
被辽宁省教育厅评为“普高课改先进个
人”。2012年高考，作为普通高中的“课改
生”李森，获得锦州地区高考状元并考入清

华大学，轰动了整个锦城。
王柱华从2015年4月任职锦州中学校

长，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他依然强调课改
不必轰轰烈烈，但必须踏踏实实。高二年级
主任王大鹏说：“王柱华有独特的智慧，他并
不大张旗鼓地改变某些东西，而是通过潜移
默化，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比如，
为了将教学的立足点由教师的“教”转变为
学生的“学”，王柱华一直重视教师的导学
案，在他的引领下，教师们统一思想、展示才
智，学生们自主学习、温故知新。

在常人眼里，新官上任一般都会烧上
“三把火”，但王柱华却更加看重传承和落
地工作。当大家都热议课改时，他说得最
多的是：“课改不管怎么改，都是为了提高
课堂效率。只要有益于这个目标，无论是
校本课程建设、管理制度制定，还是评价体
系建立，我们都会日臻完善。”

成长为要 增值评估

如果学校一味地将注意力放在尖子生
方面，普通学生永远得不到关注；如果学校
关注不到每个学生的点滴进步，学生永远
无法欣喜于自己的成长和变化。“多几把衡

量的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在日常
的教育活动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具
有多重性；评价主体和指标也应多元化，要
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要让学困生感
到自己身上有许多闪光点，从而增强自信，
在校园能抬起头走路。”这是王柱华在画作

《师说心语》里的一段话。而这段话正是他
实施“增值评估”的指导思想。

从注重整体到关注个体，从注重结果
到关注过程，从注重尖子生的表现到关注
每一个学生对班级综合实力的贡献率，“增
值评估”越来越受到王柱华及其团队重视。

长期以来，许多学校一直看重班级平
均分的变化，以为平均分上去了，班级整体
水平就提高了。其实，我们的教育正是在
这一点上丧失了对个别成绩下滑学生的关
注，无形中产生了教育歧视。

在高三年级主任刘元智眼里，尽管锦
州中学高考一本率在 70%以上，每年都有
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但也存在个别学生
成绩不够理想、自信心缺失、自卑等问题，
这让刘元智甚为苦恼。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王柱华提出“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的
理念，并在全校推行增值评估。经过一年
多的实践，刘元智惊奇地看到，因为增值评

估的导向作用，教师们对学生的培养发生
了很大改变：由以前只注重尖子生到现在
能俯下身关注表现平平的学生。以前中途
接手弱班的教师自叹命苦，现在看到学生
有那么大的进步，有那么多的“增值”空间，
脸上的愁云也舒展开来。

“增值评估，为学生找回自信，为教师
找到动力。”刘元智说。

这一点不假。自从学校推行增值评估
举措后，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学校促进学生终身发展、全面发展的理
念也落到了实处。

记者到锦州中学采访时，正赶上学校
筹备校运动会。操场上人声鼎沸，篮球、排
球等比赛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高二学生王元楠告诉记者，以前在黑
山县的偏远农村生活，不知道学校活动还
能如此丰富，现在的学校辩论赛、羽毛球
赛、歌咏比赛等让人目不暇接。然而，让他
最开心的是，学校相信每个学生都有优点，
通过设立校园吉尼斯特长竞技申报项目培
养学生自信心。如普通的跳绳活动，只要
跳得多，哪怕是双摇、编花等形式，都可以
申报。申报项目一经学校认定，即便只有
一个人报名，此项目也能确立，且参赛者自
然获得冠军，三人及多人以上参赛，经竞技
前三名分别获冠、亚、季军。学校为前三名
颁发特制奖牌，各项目冠军为此项目擂主，
学校将在展厅做荣誉展示，擂主将在第二
年接受挑战。

教师为本“换档”加油

在锦州中学，如何让这所有着 103 年
办学历史的名校教师不断焕发活力，这是
王柱华不断思考的事情。其中，职称评定
是教师发展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王柱华做校长15年，教师职称评定的事
没少让他揪心：照顾了老的，照顾不了小的；
照顾了小的，又照顾不了老的。一套方案用
打分的方式算来算去，总会有人不买账。

如何解决这道难题？王柱华从开车
中悟出道来，爬坡时用低挡，平路时用高

档。职称评定何尝不是如此？按照职级
的高低，将任职年限、年龄、业绩等指标设
定不同系数，职级越高越注重任职年限和
年龄；职级越低越注重业绩，从而激发年
轻教师的成就感，满足老教师的价值感，
同时也有利于职级的合理流动，保持学校
的活力。

与王柱华相处的人都说他的好，没有私
心。王柱华往往憨厚一笑：“公平公正可以
免去许多烦恼，这也是我的私心。如果说校
长手中握有权力，我的观点是放权，因为权
力越集中，犯错误的机会就越大。”

除了职称评定采取分级换档的办法，
王柱华还采取了许多激励教师向上的
方式。

有件事令高二年级副主任刘莹感动不
已。一次，刘莹要负责高二学生的晚自习，
但爱人是外科医生要加班，刘莹不得已将
双胞胎孩子带到教室。王柱华晚上巡查时
发现两个小娃娃困得打瞌睡，刘莹却专注
备课全然不知。王柱华赶紧让其他教师悄
悄把这一幕拍摄下来，并将照片放到学校
的宣传栏。刘莹因这一平凡而又让人感动
的事件被学校评为“感动锦中月度人物”。

采访中，学校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尹
志弘告诉记者，除了关心青年教师外，王柱
华还专门为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师授予学
校的最高荣誉——“功勋教师奖”。这位教
师叫潘闯，从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为学
生默默地奉献着每一天。潘闯辅导学生分
文不收，批改作业时常到深夜，有时因学生
没学懂还会专门“开小灶”、写纸条为学生
讲解等。这些虽都是平凡小事，但在王柱
华眼里都是大事。

这位朴实而有为的校长，总能将教育
和漫画联系起来。爱画漫画的王柱华追求

“最喜小中能见大，但求玄外有余音”，工作
中他倡导“将简单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将
平凡事情做足就是不平凡”。

采访结束，王柱华欣喜地告诉记者，学
校明年将搬入新校区办学。我们相信，有
了更广阔的办学空间，这所百年老校将在
王柱华的带领下实现新的跨越。

□□本报记者 吴绍芬 梁颖宁

课堂是培养学生的最基本场所。那
么，课堂教学最根本的任务是什么呢？发
展学生的思维。什么叫教育？什么叫学
习？其实，我们可以下各种各样的定义。
但从本质上说，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
的思维得到发展，思维的变化、人的观念的
变化，都是学生成长很重要的过程。

思维的变革可以引发社会的变革。举
最简单的例子来讲，第一代电子计算机是
1946年发明的。那时计算机体积非常大，
但每秒的计算能力只有 10 万次。电子计
算机发展到今天，已经是每秒几千亿次的
速度，发展非常快。当初都是大型计算机，
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明
了个人电脑，完全改变了世界。过去谁能
想到今天我们拿一部手机可以走遍天下，
所以说，乔布斯改变了世界，也引发了社会
的变革。再有一个例子是集装箱的发明，
过去运输物资是散装的，运输效率很低。
发明集装箱运输后，完全改变了运输方式，
提高了运输效率。这就是思维变革引发了
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例子。

当今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只有思维的
变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变革。2012年，世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一个很重要的
报告，题为《为21世纪培育教师 提升学校
领导力：来自世界的经验》。该报告指出，
21世纪我们要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必须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以及
生活方式等。

其中，培养学生的思维是一项重要的
任务。从我国当前的教育来说，最根本的
问题是从教到学的转变。不久前，我曾与
日本原教育学会会长佐藤学对话，我们共
同的观点是要建立从教到学的学习共同
体。学生思维的发展，要在思维活动中培
养。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也就
是说，学了以后不思考、不思维，学习是茫
然的，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学习不会进
步，思维也不可能得到发展。怎么能做到

发展学生的思维？怎么能做到从教到学的
转变？首先要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让学
生自己学会学习、学会探索。

教师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而不
是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我们要充分
相信学生的能力，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过去，我们也经常提倡
启发式教学，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回答，但
这些问题是教师提出来的，而不是学生自
己提出来的。要让学生自己去探索问题、
提出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让学生的思维得
到发展。所以，我们现在提倡探究式、参与
式学习。但是我觉得，我们提倡自主学习
需要克服一些误区。自主学习不是个人学
习，而是自主的合作学习，形成师生之间、
同伴之间的学习共同体；不是将教师的主

张强加给学生，而是引导他们自己在思考
中慢慢探索。

教师要考虑学生的差异。学生的天赋
是有差异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家庭背景都
是有差异的。教学过程要注意到这些差
异，课堂教学往往是按照中等水平进行设
计的，为了适应学生的差异，实施因材施
教，课堂教学应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提供
不同的方案。当前，互联网的应用为个性
化学习提供了条件，师生关系发生了很大
变化，教师已经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也不
是知识的权威。但这不是否定教师自身的
引领作用。教师的作用是什么？为每个学
生设计适合的学习方案，花更多精力指导
学生在信息海洋中获得有益的知识策略和
方法，注意个别差异，帮助每一位学生成功

地学习。因此，教师在新时代是一个学习
设计者、指导者、帮助者。

教师要主动提倡个性化学习。个性化
学习并不是个人的个别学习，学习不是孤
立的个人行为，是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同伴
一起共同讨论探索进行的。去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发表了一个报告《反思教育：向全
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这个报告讲到
要重新定义教育、学习、知识，认为教育是
人类共同的事业，学习不只是学生的事情，
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
同伴之间都要互助式学习。所以，我们提
倡个性化学习，不等于是一个人孤立的学
习。个性化学习是适合每个人学习的方
式，但在实践中还要共同学习，与同伴共同
学习，与教师共同学习。

同样道理，课堂教学的改革不是一种
模式。因为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不同，教
学方法不同，因此在课堂教学改革中要提
倡多样化、百花齐放，从而不断丰富我们的
课堂教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本
文根据作者在杭州“批判性思维：课堂教学
变革”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
□□顾明远

专家睿见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
让学生的思维得到发
展。那么，如何转变教
育理念？如何在课堂真
正发挥教师的引领作
用？关键在于——

王柱华，现任辽宁省锦
州市锦州中学校长，曾获锦
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锦州
市“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
首批50名专家型校长等荣誉
称号。代表作《师说心语：画
说现代教育理念》。

王柱华：悟道教育的智者

他是一位教育者，用智慧与耐心让每一位学生获得实实在在的进步；他还是一位漫画家，用哲理与幽默揭示教育的真
谛。在治校中，他用务实与远见，赢得了教师全身心付出。

思想力校长

《伞》 1999年获人
民日报“讽刺与幽默奖”


